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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国民、通讯员袁仲

伟报道：日前，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含高
比例间歇式能源的区域型智能电网集成
综合示范”项目全部通过科技部验收。
该项目形成了可再生能源并网消纳、储
能与智能微网、电动汽车充放电与电网
互动等一系列智能电网综合集成关键技
术。作为中国智能电网技术引领者，南
瑞集团全程参与了项目四个子课题项目
研究。

近年来，南瑞集团落实创新驱动战
略，全面开展清洁能源发电、特高压及柔
性交直流输电、电网运行与控制、智能变
电站、智能配电网以及智能用电等各领
域的科技攻关及设备研制工作，形成了
完整的智能电网装备体系和整体解决方
案，推动了电力行业技术进步。在此基
础上，南瑞集团加快实施国际化战略。
截至目前，南瑞核心自有产品已累计出
口 85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 23 家国际
分支机构，国际化版图也从东南亚、非洲
市场拓展到澳大利亚、欧洲等发达区域。

“国际化要求电工装备企业设计、研
发、生产出符合不同市场技术要求以及
区域习惯的产品，技术标准的国际化和
本地化是第一位的。”南瑞集团总经理奚
国富表示，南瑞集团在遵循国际标准开
展研发设计的同时，大力开展国际测试
和认证工作。南瑞智能变电站、配网自
动 化 主 站 系 统 遵 循 国 际 电 工 委 员 会

（IEC）最新标准，智能配电自动化终端
通过国际高等级的认证。在清洁能源发
电领域，南瑞逆变器通过了国际第三方
机构的权威认证测试，变流器取得欧盟
市场准入资格，相关产品已应用于马来
西亚巴贡水电站、菲律宾光伏电站等多
个项目。

在产品国际化方面，南瑞集团持续
开展产品技术提升、资质培育及质量控
制工作，控制保护、电网调度、电力电子、
清洁能源等优势专业领域形成海外适推
系列产品和成套解决方案，截至今年 1
季度，11 类产品获得 131 项国际认证，5
类产品通过 52 项入网测试，累计取得
54个国家商标注册证书。

南瑞集团：

智能电网装备体系日渐完整

本 报 讯 记 者 冯 举 高 、通 讯 员 陈

敢 肖明报道：由中国数控领域领先品
牌——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

“华中 8 型高性能数控系统”日前取得
重大突破。经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检测、鉴定委员会测试组测试，该
系统各项功能均达到国际主流高档数
控系统的指标，功能、性能和可靠性达到
国外同类系统水平，可替代进口，形成了
高性能数控系统的工程化开发和产业化
能力，为我国高档数控装备的自主可控
提供了保障。

专家告诉记者，华中 8 型高性能数
控系统攻克了高速高精运动控制、现场
总线、多轴联动、多轴同步控制、三维加
工仿真与防碰撞、机床误差补偿、机床快
速调试工具、高性能伺服驱动系统控制、
大功率伺服控制技术等关键核心技术，
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化
华中 8 型高性能数控装置、伺服驱动和
伺服电机成套产品。目前，该系统已在
沈飞、成飞、上海航天等重点国防军工企
业获得批量应用。

众所周知，数控机床是工业的“母
机”，数控系统是机床装备的“大脑”。目
前，高档数控系统仍受到西方国家封锁
和限制，此前在业界引起轩然大波的“东
芝事件”“考克斯报告”充分说明，高档数
控机床和高档数控系统对于我国国防安
全的重要战略意义。而“华中 8 型大脑”
的再次突破，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我国
在该领域与国际知名厂商的距离。仅就
去年来看，华中数控为国内电子信息制
造行业配套了数千套高档数控系统，是
目前唯一能够与国外知名数控系统一争
高下的国产系统。

据了解，早在“十二五”期间，华中数
控牵头了 7 项“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
造装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经过
艰苦攻关，公司在体系结构、现场总线、
多轴多通道控制等多项关键技术方面实
现了重大突破，迫使西方国家部分解除
对我国出口限制，并大幅降价。

“‘华中 8 型高性能数控系统’对智
能制造技术的普及应用，实现与企业
MES、ERP 等信息化软件的集成乃至对

‘中国制造 2025’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
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吉
红表示，随着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智能
技术日益渗透融入产品研发、设计、制造
的全过程，未来，华中数控将继续发力智
能制造，为“中国制造”贡献力量。

华中数控：

“8 型大脑”实现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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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的青岛，满眼翠色、气候宜人。在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的交
车线上，一列列崭新的高速动车组，如同白
色巨龙般整齐排列，蓄势待发。

这里是中国动车组的摇篮，全国近 50%
的动车组都诞生在这里。也就是从这里，跑
出了中国高铁的多个第一：首列时速 200 公
里高速动车组、首列时速 300 公里至 350 公
里高速动车组、首列时速 380 公里高速动车
组 ⋯⋯ 这 里 驶 出 的 CRH380A，创 下 了
486.1km/h 的世界高铁运营试验第一速；这
里开出的高速动车组超过 1000 列，安全运
行超过 13亿公里。

短短 10 年间，中国高铁完成了由“跟
随”到“领跑”的巨大转变，其中，中车四方扮
演了重要角色。

举世瞩目的“中国制造”

在中车青岛四方的厂区里，有一个国家
工程实验室试验控制中心。

“我们投资 4.14 亿元，建成了这 17 个试
验验证平台，这些试验技术设备都是目前高
铁列车试验中最先进的。”工程实验室工作
人员王岩介绍说。

早在引进时速 200 公里高速动车组之
初，中车四方股份就明确了“以我为主”的创
新策略：坚持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两
条腿”走路，把握创新的主动权。为此，中车
四方股份提出“1比 7”的投资理念，即花 1元
资金引进技术，就要配套投入 7 元资金进行
自主创新。

2006 年，第一列国产时速 200-250 公
里高速动车组问世，中车四方股份不仅完
成所有原始图纸、资料和技术标准的消化
吸收，还针对中国铁路特殊的运营环境进
行了 110 项优化设计，解决了引进技术“水
土不服”的难题。

在成功引进消化吸收时速200公里动车
组技术后，中车四方股份发力培育自主化能
力。通过自主提升，成功研制了国内首列时
速300公里至350公里高速动车组、首列长编
高速动车组以及世界首列卧铺高速动车组，
基本掌握了高速动车组的设计、制造技术。

然而，要实现从“跟随”到“领跑”，必须
全面自主创新，抢占制高点。

动车组是高精尖技术的集大成者，随着

速度的攀升，技术难度呈几何级数增大。
2008 年，在科技部和原铁道部的主导

下，中车四方股份全面自主创新，研制世界
最快、设计时速达 380 公里的 CRH380A 高
速动车组。

时速 380 公里，这是飞机低速巡航的速
度，这个速度的动车组在世界上也尚无先例
可循。历经近两年的攻关，中车四方股份完
成了业内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科学试验研
究，成功突破了动车组系统集成、头型、铝合
金车体、高速转向架、减震降噪等九大关键
技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CRH380A
动车组震撼问世！

2010 年 12 月 3 日，京沪高铁先导段，
CRH380A 风驰电掣，创下了 486.1km/h 的
世界铁路运营试验第一速！

如今的 CRH380A 已经成为中国高铁
的运营主力，各项技术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以此为重要节点，中国高铁也终于实现
了从“跟随”到“领跑”的华丽蝶变。

搭建高铁的“中国标准”

技术或许能买来，但创新能力买不来。
实现了“领跑”的中国高铁如何持续保持领
先优势？

“打铁还需自身硬。”近年来，中车四方
股份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持续提升高速
动车组创新能力。他们建成了国家高速动
车组总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速列车系统
集成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级技术中心和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 4 个国家级研发试验平台；
在高铁领域搭建了世界领先的 19 个仿真平
台和 17 个试验验证平台；汇聚创新能力强、
具有广泛行业影响力的拔尖人才和领军人
物，打造高铁“人才硅谷”，为持续创新提供
强劲“引擎”。

正是由于创新驱动，中车四方股份以响
当当的成果实现了持续领跑的诺言。就在
去年，中国高铁最新技术成果——由中国铁
路总公司主导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在中车四
方股份研制成功，目前正有序进行线路运用
考核。该高速动车组在 13 个技术领域搭建
了“中国标准”，核心技术全面自主化，将成
为中国高铁的下一代主力车型，也为中国高
铁“走出去”搭建了重要的技术平台。

今天，从时速 200 公里到时速 380 公
里，从热带海岛到西北荒漠，从零上 40℃高
温到零下 40℃严寒，中车四方股份驶出的
高速动车组，不但以最快的运营速度领跑全
球，而且能够适应世界最复杂的运营环境。

在高速动车组驰骋四方之时，中车四方

股份也赢得了“标准”话语权。目前，在高速
动车组领域，公司已获得了 660 多项专利，
并主持或参与编制百余项国家和行业标准。

高铁在短时间内实现“领跑”，还与高效
的协同创新密不可分。

2012 年，在科技部的主导下，中车四方
股份作为主发起单位，联合 16 家科研院所
和企业，成立了中国高速列车产业技术创新
联盟。之后，又发起成立了中国创新设计产
业战略联盟。“这种创新体系打破了部门、行
业、院校、企业的壁垒，使我们可以把国内的
创新资源整合在一起，既降低了创新的风险
与成本，又提高了创新效率。”中车四方股份
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梁建英告诉记者，
CRH380A 在研制过程中就汇集了国内 50
余家企业、30 余家科研院所与高校的共同
智慧，正是有了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参与、协
同竞合，才有了中国高铁的今天。

撼动全球的“中国旋风”

就在今年 3 月，美国芝加哥刮起了一阵
强劲的“中国旋风”：中车四方股份在国际
竞标中成功胜出，一举斩获美国历史上最
大的一次地铁车辆采购——846 辆地铁车
辆订单。这也创下我国一次出口发达国家
地铁车辆数量最多的纪录。“中国制造”闪
耀美国。

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的中国高铁，如今
已成为中国高端装备“走出去”的代表。紧

扣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高铁走出去的战
略机遇，中车四方股份以“技术+市场”双轮
驱动，大力推进国际化经营，引领高端装备
加速“出海”：

——在香港，2012 年，中车四方股份在
国际竞标中赢得香港 9 列高速动车组订单；
2015 年，再次在国际招标中胜出，获得香港
774辆地铁车辆合同；

——在新加坡，公司先后累计获得 916
辆地铁车辆订单，实现我国首次向发达国家
出口高端地铁车辆；

——在阿根廷，2013 年，公司赢得总计
709 辆金额近 10 亿美元、我国出口量最大
的城际动车组订单。今天，奔跑在阿根廷的

“中国造”城际动车组，被誉为流动的“中国
名片”。不仅如此，他们还向阿根廷输出了
城际动车组技术，从单一的“卖产品”，到“产
品+技术+服务”全方位走出去。

近期，中老铁路、中泰铁路、中印尼高铁
等一批国际铁路项目又纷纷花落中国，已相
继启动或奠基，中车四方股份将在装备制造
方面扮演关键角色⋯⋯

在高端装备走出去的同时，中车四方股
份还将创新的触角伸向海外，建立海外研发
中心，打造全球框架下的创新体系，相继成
立“中德轨道交通技术联合研发中心”“中泰
高铁联合研究中心”中英轨道交通技术联合
研发中心”，为高铁加速出海蓄势。

“未来，我们将面向全球整合创新资源，
开展持续的科技创新，培育满足全球竞争需
求的新优势。”梁建英说。

持续“领跑” 唯有创新
——探访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记者 齐 慧

上图 中车四方制造车间一角。 本报记者 齐 慧摄
题图 高速动车组在中车四方交车线上整装待发。 本报记者 齐 慧摄

不久前，“饿了么”食品安全事件将外卖
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加之资本寒冬的持
续发酵，O2O 餐饮经营模式逐渐受到人们质
疑。然而，危机之中，一个号称“刷爆北上广
深朋友圈”的高端海鲜外送品牌“晚 1 点”，
却成功拿下了三七互娱等机构的千万元级
Pre-A 轮融资。

这家 2015 年 2 月才开始正式运营的餐
饮外卖，用半年时间就火爆广州，现在广州、
北京、上海、深圳等 4 城拥有 7 个网点，至今
已累计服务超过 10万名用户，每 4张订单就
有 1个用户主动在朋友圈里传播。

“晚 1 点”的创始人华杰勇可谓是餐饮
界的“老人”，此前，他在广州已经拥有十几
家连锁火锅店。在互联网创业热潮中，他敏

锐地抓住了高端 O2O餐饮市场的机遇。
“中国餐饮市场的外卖大概分为三个阶

段：电话订餐、电脑订餐和手机订餐。在国
内，中高端的外卖需求一直没有被满足，很少
有企业专门做中高端外卖。”华杰勇介绍说。

定位只是开始，完成互联网的转型还有
很多工作要做。在很多人眼中，外卖就等于
送盒饭，但是“晚 1 点”的成功显然是因为

“做到了更多不同”。
“晚 1点”从菜品名称、公司名称、营销风

格、配送体系，都要求“好玩”。比如，“晚1点”
的餐盒是长得像UFO的黑色圆形碗碟，随餐
附送的筷子上印有自己设计的图案；考虑到普
通牙签易断，还特别设计了 10cm 的长竹签，
只为挑螺肉时更方便。又比如，“晚1点”的配

送小哥叫“特工”，上镜率和曝光率非常高。尤
其在产品设计初期，cosplay就是重要卖点之
一。有段时间，特工cos成蜘蛛侠、蝙蝠侠、超
人去送餐，被顾客争相晒图。

当然，一个餐饮品牌，无论是传统还是
O2O，比起营销，更需要在产品和服务上下番
功夫。

为达到外卖送到顾客手中至少要有 40
至 45 摄氏度的标准，“晚 1 点”自建物流体
系，并且在饭盒材料上做出了改进。此外，

“晚 1 点”的每一个网点都拥有媲美五星级
饭店的独立专业厨房，并且完全根据标准去
取得相关卫生、环保、消防等牌照。在服务
上，“晚 1 点”更是做到了极致，从下单成功
开始，顾客就被全方位地“照顾”起来，下锅

制作、配送员安排、配送出发，顾客能对自己
的订单进行全方位追踪。

“此前很多所谓的餐饮 O2O，在我看来，
都很难说是真正完成了‘互联网+’的转型。”
华杰勇认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最显著的变
化，是餐饮提供者与顾客的关系。在传统服
务业，商家与顾客是一种过客的关系。但跟
移动互联网结合在一起后，商家与顾客的关
系发生了很大转变。我们可以随时跟顾客
互动，关系更加亲密。比如，通过移动互联
网，“晚 1 点”团队会了解到顾客的消费习
惯、偏好，以此改进自己的服务品质。

在华杰勇看来，中国未来的餐饮会有几
大趋势：第一是愈来愈工业化；第二是餐厅
和顾客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深刻的变化，黏性
会更强；第三是组织与员工之间会发生变
化，传统餐饮业员工的年流失率 150%到
200%是很普遍的，而“晚 1 点”在过去 14 个
月中，一线员工的人员流失率只有 15%。

“这些就是我们要和互联网做绑定的地
方。‘晚 1 点’的目标是做外卖中的海底捞，
这不是用互联网来颠覆传统餐饮，而是传统
餐饮在革自己的命。”华杰勇说。

高端餐饮外卖“晚 1 点”：

不想被互联网颠覆，只想“革自己的命”
本报记者 王轶辰

“晚 1 点”认为，真正的餐饮 O2O 并不是简单的送餐服务，而是一个包含标准化生产、

发达的物流体系、顾客数据收集与反馈的全产业链。当然，一个餐饮品牌，无论是传统还

是 O2O，比起营销，更需要在产品和服务上下番功夫。因此，这不是用互联网来颠覆传

统餐饮，而是传统餐饮在革自己的命


